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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二）》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300562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选修课 

适用专业 只开设一学期高等数学的学生 开设学期 一学期 

课程类别 理科课程 课程类型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学    分 2学分 总 学 时 32学时 

学时分配 理论学时：32 ；实践学时： 0   

实施场所 普通教室 授课方式 理论讲授 

执笔人 许志宏 

审核人  

制订时间 2021.11 

二、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高等数学（二）是针对我院各专业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开设《高等数学》、《经济数学》和

《应用数学》一学期的基础上，为满足专升本同学而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选修课。在提高学

生素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

作用，对学生影响深远。 

（二）先修课程及其基础 

学习本课程的基础是《高等数学》、《经济数学》和《应用数学》课程，为学生参加专

升本打下基础。 

三、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理论、方法、能力三方面得到基本训练；使学生掌握高等

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后继课程和终身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学生掌握数学的思

维方式和特点，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从而进一步增进对数学的理解和兴趣；使学生具

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逐步养成良好地学习

习惯、实践意识、创新意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与创业能力。 

（二）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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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严谨细致”的品质：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考虑问题要具有全面性，严谨性，

在计算过程中时刻要细心，切勿粗心大意； 

2.具有“交流和沟通”的素质：在小组讨论活动，学生能做到积极交流和沟通，能积极

发表自己的意见； 

3.具有“自主学习、团结协作”的品质：课堂上讨论组内学生互相帮助、共同探讨所遇

的问题； 

4.具有“主动探索，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以案例引入为开端，引导学生为主线，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并能够将知识迁移到其他问题中。 

（三）知识目标： 

1. 理解向量与空间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方法、知识结构，能利用向量建立空间平面、

直线的方程，判断线线、面面、线面之间的位置关系，了解曲面在生活中的应用。 

2. 理解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二元微分的基本思想方法、知识结构，能建立简单的专

业或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能求解。 

3. 理解无穷级数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方法、知识结构，会判断级数的敛散性，能将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4. 理解微分方程的基本思想方法、知识结构，能运用微分、积分和微分方程进行简单

的专业问题或案例分析并求解。 

（四）能力目标：  

1.计算技能：根据法则、公式，或按照一定的操作步骤，正确的进行运算求解。 

2.数学软件应用技能：正确应用数学软件进行计算、作图与相关的运算。 

3.数据处理技能：按要求对数据（数据表格）进行处理并提取有关信息。 

4.观察能力：根据数据趋势，数量关系或图形、图示，描述其规律。 

5.空间想象能力：依据文字、语言描述，或较简单的几何图形，想象相应的空间图形；

能够在基本图形中找出基本元素及其位置关系，或根据条件画出图形。 

6.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能对工作和生活的简单数学相关问题，作出分析并运用适当的

数学方法予以解决。 

 7.数学思维能力：依据所学的数学知识，运用类比、归纳、综合等方法，对数学及其应

用问题能进行有条理的思考、判断、推理和求解：针对不同的问题（或需求），会选择合适

的模型（模式）。 

四、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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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周

次 

学

时 
单元标题 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1 1 2 第一次课 

复习一元函数微积分为

下面正式学习新知识做

好准备。 

通过提问、复习，对一元微积分进行回

顾。 

2 2 2 偏导数 

1.了解多元函数、二元

函数的极限、连续的概

念； 

2.理解偏导数的概念，

会计算简单函数的偏导

数。 

1.通过实例介绍多元函数的概念，并对

比一元函数，以二元函数定义区域和图

形为讲授重点。 

2．二元函数的极限、连续仅要求学生比

照一元函数极限、连续进行理解即可； 

3.通过实例介绍二元函数偏导数的概

念，讲清偏导数概念与计算的原则是多

元问题一元化。   

2 3 2 

多元复合函数

的导数、隐函数

求导 

1.掌握多元复合函数的

偏导数、隐函数的导数

的计算方法。 

通过讲解链式法则的原理，教会学生推

广各种多元复合函数的偏导数的计算方

法，对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的掌握应

把重点放在分析函数结构，弄清复合关

系；并由此推导隐函数的导数。   

2 4 2 全微分 

1.理解全微分概念； 

2.掌握全微分的计算方

法。 

通过实例介绍全微分的概念，并对比一

元函数微分的定义，加强理解。 

2 5 2 高阶偏导数 

1.知道高阶偏导数的概

念； 

2.掌握高阶偏导数的计

算方法。 

高阶偏导数以二阶偏导数为主，注意其

与一元函数高阶导数概念的区别。 

2 6 2 
多元函数的极

值 

1.掌握二元函数求极值

的方法； 

2.会求实际问题中的最

值； 

3.掌握条件极值。 

1.多元函数极值以二元函数的极值为

主，类比一元函数理解极值存在的必要

条件和充分条件，适当地结合实际问题

模型，介绍无条件极值和条件极值的优

化方法。 

2.教学中适当增加多元函数优化模型实

例，培养学生数学建模能力。 

  

2 7 2 
二重积分的概

念与性质 

1.理解二重积分的概

念； 

2.知道二重积分的性

质。 

1.通过曲顶柱体体积计算的思想引出二

重积分的概念，对比曲边梯形面积计算

问题和定积分的概念，加强理解； 

2.对比定积分的性质，讲解二重积分的

性质，注意总结共同点。 

2 8 2 
二重积分的计

算 

掌握平面直角坐标系下

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分别介绍 X型和 Y型下区域的二重积分

的计算方法，重点介绍区域范围的界定。 

3 9 2 
向量和空间解

析几何基础 

1.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

的概念； 

2.理解向量的概念及其

表示，掌握向量运算。 

借助墙角的三个平面讲解空间直角坐标

系，更形象，容易理解。通过模型，让

学生分清 8个卦限，并明白各卦限中点

的坐标正负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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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2 向量的乘法 

1.理解数量积和向量积

的定义； 

2.会利用数量积和向量

积判断两向量夹角与两

向量垂直与平行的条

件。 

数量积以复习为主，向量积需要重点强

调正方向的判断问题，以及拓展行列式

来解决向量积的计算。 

3 11 2 平面与直线 

1.掌握平面方程的求

法，会判断平面的位置

关系； 

2.掌握直线方程的求

法，会判断直线与直线、

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

系。 

借助向量分析空间平面、直线的方程建

立，并能判断出线线、面面、线面之间

的位置关系。 

  

4 12 2 

常微分方程的

基本概念和分

离变量法 

1.了解微分方程及其

解、通解、初绐条件和

特解等概念； 

2.能求解可分离变量的

方程。 

1.通过实例建立微分方程并讲解其中涉

及的常微分方程中的有关概念； 

2.在分离变量法教学中，要注意：①分

离变量后取不定积分时要明确是取谁作

为积分变量；②分离变量法在变形中可

能要失解；③在化简解的表达式时，有

时积分常数用 代替更为方便。 

4 13 2 
常数变易法和

二阶方程求解 

1.能解一阶线性方程等

几类特殊的微分方程； 

2.会求解二阶线性常系

数线性齐次方程。 

1.注意讲清常数变易法的来源及通解公

式的结构特征。 

2.掌握二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方程特解

形式的设定，加强练习。 

  

5 14 2 
无穷级数的概

念 

1.知道数项级数敛散性

的定义； 

2.熟练判断数项级数的

敛散性。 

根据数项级数的不同结构，选择合适的

判断敛散性的方法是重点。 

5 15 2 幂级数 

1.了解幂级数的概念； 

2.掌握幂级数收敛半

径、收敛域的判断方法； 

3.能求简单幂级数的

和。 

幂级数的研究是基于数项级数的基础上

的，因此收敛半径比较容易求，但是求

和又利用了求导和积分的思想，有些复

杂，需要根据典型例题进行加强练习。 

6 16 2 最后一次课 模拟考试 做一套往年专升本高等数学的真题。 

  
     

五、课程考核 

考核与评价对数学的教与学有较强的导向作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考察教学结果的完成

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及时向教师和学生提供反馈信息，更有效地改进和完善教师的教学和

学生的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学评价要注重诊断和指导，突

出导向、激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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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与评价要充分考虑职业教育的特点和教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包括知识，技能与

能力，态度三方面。 

肯定性评价：对学生的闪光点，及时地给予鼓励，加以肯定，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

自信。 

形成性评价：考核由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具体如下： 

学期总评成绩=平时成绩*50% +期末成绩*50%。 

平时成绩（100’）=出勤情况（50%）  课堂表现（50%）。 

注：出勤：全勤 50 分，旷课 1次扣 10分，迟到 1次扣 5 分，以此类推，扣完为止。 

课堂表现：课堂发言、小组讨论、课堂参与度。 

期末测试（100’）：以考核数学基础知识为主。 

六、课程教学资源 

推荐教材：高等数学，骈俊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资料： 

［1］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组编.高等数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康永强.应用数学与数学文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